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可心

通讯员 林孟霏

2020 年 12 月 8 日，第一架机身喷涂为

“湖南航空”的空客 A319 客机飞抵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正式投入长沙基地运营。

为实现省委、省政府打造“四小时航空

经济圈”的规划目标，财信金控通过市场化

手段，引进和组建了湖南首家也是唯一一

家本土航空公司湖南航空。湖南航空可谓

从“零”起飞！

一年多之后的今天，湖南航空已成长为

拥有 16 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执行国内航

线 79条的航空公司，各项业务蒸蒸日上。

由滇入湘——
湖南走向世界新添羽翼

2021 年 11 月 17 日，湖南航空首架彩绘

飞 机“财 信 号 ”在 引 擎 的 轰 鸣 声 中 飞 向 蓝

天。

“财信”二字，来自湖南财信金控集团

的冠名。该集团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湖南航空的第

二大股东。

自 2019 年起，财信金控通过旗下财信

产业基金，以市场化方式战略入股湖南航

空的前身——云南红土航空，创造性地制

定了“合作—入股—基地运行—迁址更名”

的“四步走”方案，创造了中国民航历史上

航空公司跨省迁移的罕见成功案例，湖南

多年来建设本土航空公司梦想成真。

航司总部和 800 名员工跨省搬迁，也是

民航历史上所罕见的。

为帮助湖南航空平稳转场，湖南省市

场监管局、长沙临空管委会、长沙机场等单

位部门协同合作，为湖南航空提供主运营

基地的运行中心、航站楼等多处场地，并在

租金上给予优惠。公司还制定了驻外补贴、

住房补贴等多项保障政策，解决员工衣食

住行、购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

湖南不靠海、不沿边，走向世界关键靠

蓝天。作为中部内陆省份，湖南航空起飞，

为我省“走向世界靠蓝天”新添羽翼。

由滇入湘后，湖南航空犹如拉满弓的

箭飞速发展。仅一年多时间，就连续引进 4

架飞机，机队规模由原来的 12 架增长至 16

架。以长沙、昆明、无锡、南京等基地城市为

主要出发城市，湖南航空去年通达成都、哈

尔滨、乌鲁木齐等 43 个国内城市，执行国内

航线 79 条。

湖南航空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吴嘉竹

表示，虽然民航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湖南

航空仍将加大在湖南地区的运力投放力度，

助力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含“湘”量足——
味觉、听觉、视觉全方位服务

“航空餐都是满满的长沙味！”云南旅

客 何 先 生 因 为 第 一 次 在 飞 机 上 吃 到 臭 豆

腐，对湖南美食念念不忘，之后还特地带家

人乘坐湖南航空来长沙游玩。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要想在激烈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特色无疑是重要的一环。

转场湖南后，湖南航空连飞机上都飘

着“湘”味。

臭豆腐、小龙虾、糖油粑粑等网红美食

陆续带上飞机，还不断上新辣椒炒肉、拌米

粉 等 湖 南 特 色 餐 食 。“我 们 定 制 了 蒜 蓉 辣

酱、细磨辣酱、豆豉辣酱这三种湖南最具代

表性的辣酱，让旅客品尝湖南味道。”湖南

航空服务质量管理部副总经理李金龙说。

受疫情影响，航班有时暂停供应餐食。

在此情况下，如何展现湖湘特色？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

到湘江……”湖南经典歌曲《浏阳河》的旋

律回荡在万米高空。

湖南航空还邀请三位不同类型的湖南

籍青年艺术家，将 3 架飞机客舱打造为沉浸

式艺术展示空间。

味觉、听觉、视觉等多方面着手，一系

列“湘味”产品与服务，让湖南航空含“湘”

量十足。

挖掘“湘”味——
打造本土航空差异化特色样板

面对疫情反复及激烈的国内航空市场

竞争，湖南航空如何“掘金”，赢得一席之

地？

“依托同程集团的旅游服务与互联网

技术优势，充分挖掘湖南特色旅游资源，开

拓湖南干、支线航空市场，打造本土航空差

异化特色样板。”吴嘉竹给出了答案。

去年 4 月，湖南航空首个红色主题航班

搭载着红色旅游首发团，从无锡出发抵达

长沙。首发团抵达长沙后，通过空铁联运方

式，乘坐高铁专列前往韶山。“空铁联运红

色旅游”项目大获成功。

如今，湖南正加速构建长沙“四小时航

空经济圈”，即以长沙为中心，覆盖我国 31

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到达东亚、东

南亚、南亚主要国家的四小时航线网络，其

中涵盖了大量重要旅游目的地以及当今世

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发展活力最足的地

区。

吴嘉竹介绍，未来湖南航空将重点围

绕长沙、张家界、湘西州打造旅游小生态集

群、多节点航线集群，积极开发特色定向航

空旅游产品。“我们要做的，是为湖南省各

地市持续输送稳定客源，同时带动本地旅

游、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

湖南航空可谓“志存高远”，已形成有

个性有特色的品牌力，也具备了面向未来

扬帆远航的强大生命力。

据记者了解，湖南航空计划于“十四五”

期间获取国际航线运营资质，逐步开通长沙

至东南亚、东亚及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航

线。同时，通过完善本地航空产业链，推动航

空产业结构升级，更好服务中国（湖南）自贸

区，加快临空临港经济区建设，打造在全国

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国际航空枢纽。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文婧 刘雄峰 廖建翔

【名片】

陈自绪，出生于 1935 年，醴陵市来龙门街道五里

牌社区农民，中共党员。1999 年，他开始投身助学公益

事业，23 年来骑坏 13 辆自行车、电动车，行程相当于

沿赤道绕地球两圈，共筹资 1100 余万元，帮助 1955 名

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被称为“助学媒人”。

【故事】

“王仙镇的小琪琪 3 岁时父母离异，自幼跟着体

弱多病的爷爷奶奶过。如今小琪琪上小学四年级，爸

妈也没来认亲，有失学之忧……”2 月 25 日，陈自绪在

家中对跟他学做“助学媒人”的志愿者吴小毛说，对这

样的苦孩子要重点帮，不仅要帮他们上得起学，更要

帮到上得好学，成为有出息的人。

陈自绪家住醴陵市来龙门街道五里牌社区，挂着

“自绪书屋”“青少年成长教育基地”木匾的一户，就是

他家。厅堂右面墙上挂满“全国最美五老”“中国好人”

等各级表彰的红绸胸带，书架上塞满学生档案和家访

笔记，诉说着他“说媒”助学路上的艰辛与荣光……

老人热心牵线助学

陈自绪说，他是苦孩子出身，家里兄弟姊妹众多，

只念了 5 年书便回乡务农。成年后，每当看到家庭困

难的学生，他就会在心底说：“等条件好一点，一定要

为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万事开头难。1999 年，65 岁的陈自绪为帮助自己

联系的第一个贫困学生凑学费，不仅掏光了家用钱，

还找亲戚朋友借。借不到就去“化缘”，像“说媒”一样

四处寻求资助。

他专门弄了辆自行车，车前挂着“风雨兼程欲何

求，惟企学子成栋梁”牌子，就这样一人一车，风雨无

阻，穿行在醴陵城乡。他一边摸底贫困学生，一边寻求

资助合作，想方设法为实际资助人牵起爱心助学的

“红线”。

陈自绪“助学媒人”的昵称，也就这么传开了。

也有质疑之声传来。“每天为助学奔波劳累，有好

处 吗 ？”“ 又 没 好 处 ，几 十 岁 的‘ 老 骨 头 ’了 图 个

啥？”……

“就要为苦孩子上得好学‘说媒’！”巨大的压力面前，陈自

绪执拗得像头倔牛。

牵线搭桥后，陈自绪不直接经手钱，当资助人不方便出面

而由他转交时，他就要老师和学校打收条，再将收条交给资助

人。久而久之，本地、外地相识或素不相识的爱心人士，常常主

动找到他，希望通过他帮助困难学生。

现在，陈自绪牵线资助的 1955 名困难学生中，已有 457 人

圆了大学梦。

后来者延续老人助学梦

为做到以“信”立足、以“善”助人，不让上学路上的孩子掉

队，陈自绪先后骑坏 13 辆自行车、电动车，跑遍醴陵市 569 个行

政村、449 所中小学校，行程超过 10 万公里，记下 600 多万字的

家访笔记和学生档案，整理出 74 个大开本。

2018 年底的一次“说媒”助学路上，陈自绪突发脑梗，一阵

晕眩过后，他睁眼发现自己已躺在医院。

主治医生建议他多休息，尤其要避免摔跤，最好不要长途

骑行。

“哪一天我走不动了，才会停下来！”陈自绪依然瞒着家人，

骑着电动车到困难学生家庭走访。

受到陈自绪的感召，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成立醴陵市阳

光志愿者协会，加入助学公益事业。协会组织爱心车队，安排志

愿者吴小毛到陈自绪身边，既当小车“专职司机”，又跟班学做

“助学媒人”，延续老人的助学梦。

协会还与共青团醴陵市委将陈自绪家打造成青少年成长

教育基地，除了建立“自绪书屋”，还布局“风雨之路，感恩有你”

“心怀感恩，砥砺前行”等主题板块。“要将爱心接力棒一路传下

去，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爱心助学中来。”陈自绪说。

目前，集结在阳光志愿者协会的同道者已达 477 人。受资助

已走上工作岗位的 317 名大学生加入“陈爷爷爱心助学群”。去

年，陈自绪与协会策划倡导“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这

些大学生捐款 11.2 万元。

【记者手记】

“走不动了的是大腿，停不下来的是大爱”

李文峰

2008 年 8 月 7 日，醴陵市王坊乡 17 岁女孩张艳如中专毕业

后在广东找到工作。她不会忘记，是丁又专博士资助她上完 3 年

初中。

丁又专同样不会忘记，他能顺利完成本科、硕士、博士研究

生学业，靠的是云南农业大学一位女教师的长期资助。这位女

教师之所以对丁又专长期相助，是因为陈自绪的事迹深深打动

了她。

丁又专如今成为了“陈爷爷爱心助学群”群主，振臂为“助

人者，人恒助之”呐喊，传递爱心善举。

“走不动了的是大腿，停不下来的是大爱。”在阳光志愿者

协会的分享会上，陈自绪的这句话既是自己从事助学事业的写

照，也是对年轻志愿者的勉励。

去年，86 岁的陈自绪入了党。以党性铸就“助学媒人”品牌，

他依然奔波在一线，带领志愿者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学业

帮扶、心理抚慰和精神关爱等服务，让孩子精神上也得到资助，

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龚卫国

3 月 8 日，阳光灿烂，芷江侗族自治县洞

下场乡古尧村，油菜花恣意怒放，金灿灿的

油菜花与一望无际的田野，交织成一幅美

丽的田园诗画。

古尧村综合服务中心大厅里，人头攒

动。5 名女同志麻利地给村民发放优质水

稻和玉米种子。该村老党员粟树亮指着正

在忙碌的女同志告诉记者：“咱们村党总支

的支委别看都是女同志，但干起事来泼辣

又细腻，是我们村里的‘五朵金花’。”

支部书记杨春凤：
自学成了“土专家”

2021 年 1 月，古尧村党总支换届，该村

5 名女党员高票当选村新一届党总支部支

委，她们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杨春凤、副书记

罗 应 凤 、村 文 书 罗 长 秀 、村 妇 联 主 席 杨 国

连、村纪检员杨华连，班子平均年龄 41 岁。

“她们年轻，肯做事，责任心强，党员们

认可她们。”粟树亮说。

“既然同志们信任，我们就要加油干！”

在第一次党总支部会上，杨春凤说，乡村振

兴，首先是产业振兴，咱们先把产业抓起来。

“五朵金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整合涉农资金，新修

产业机耕道 2500 米，新修排水渠 600 米，维

修灌溉水渠 1600米，解决了村里农田灌溉问

题，方便了农作物播种和收割。

因地制宜发展种养殖业。村党总支部

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去年在村里建起 200 亩

油茶林，并在油茶林中套种药材。还引进优

质稻、糯高粱、荞麦等 15 个新作物品种。

芷江麻鸭是芷江的特色产业。为了起

到示范带头作用，杨春凤带头养麻鸭。不懂

技术，她购买书本学，进城向专家请教，如

今已是村里的“土专家”。脑瓜子灵活的她

与龙头企业和翔鸭业联系，由和翔鸭业为

村民提供 5000 余羽优质鸭苗。目前，芷江麻

鸭已成为村里的主打产业。

文书罗长秀：
乐于助人热心肠

“罗妹子，真是感谢你，大老远给我送

来种子。”3 月 8 日，该村王公田组 84 岁的杨

国成，对上门送种子的村文书罗长秀说。

为了不耽误村民春耕备耕，村组干部挨

家挨户上门登记所需购买的种子后，村里从

省农科院调运来一批种子，通知村民来村部

领取。杨国成年龄大，老伴又病了，打电话给

罗长秀说过几天来取。罗长秀便将 10公斤玉

米种子捆在摩托车上，给他送去。

村民们说，长秀是个热心肠,负责村里

对接民政口的临时救助、低保等工作，她所

联系的 4 个村民小组是离村部最远的，且老

人比较多，行动不便。她都是上门登记收集

资料，一年多时间，摩托车骑坏了一辆。

梓木塘组村民谭良忠夫妻俩长年患病。

去年 10月的一天，罗长秀在给他办理临时救

助途中，因赶时间在下坡时骑车速度过快，

跌到 1米多高的田坎下，摔伤了腿。

因为谭良忠没有电话，晚上，当罗长秀

一瘸一拐地将办好的消息告诉谭良忠时，

谭良忠心疼地说：“真是难为你了。”

纪检员杨华连：
一心扑在“美丽”上

走进古垅院落，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都是

窗明几净，家具及各类物品摆放整洁有序。

“ 去 年 这 个 时 候 可 不 是 这 样 ，垃 圾 成

堆、臭水沟处处可见。”村民杨国权介绍，去

年 村 里 开 展 美 丽 院 落 创 建 与 人 居 环 境 整

治，村纪检员杨华连组织村民对院落进行

沟塘清淤、垃圾清除，才有了今天焕然一新

的面貌。

“ 别 看 杨 干 部 在 支 委 中 年 龄 最 小 ，个

子 又 小 ，干 起 事 来 却 毫 不 马 虎 。”杨 国 权

说 ，那 段 时 间 ，她 几 乎 天 天 在 这 里 带 领

大 家 打 扫 卫 生 、整 理 内 务 。

去年古垅院落创建美丽庭院样板点，

村民杨世源因在外务工，把准备装修的地

板砖堆放在院落的公共区域。杨华连带领

村民将地板砖搬到杨世源家走廊，杨华连

手被磨破了皮。

杨华连还自掏腰包购买音响设备，组

织妇女跳广场舞，丰富她们的业余生活。

“创建美丽庭院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

极性，获得全村人的支持，现在走在村里很

少 见 到 垃 圾 ，村 民 家 里 都 收 拾 得 干 干 净

净。”杨华连说。

芷江侗族自治县洞下场乡古尧村党总支部5名支委是清一色的女同志，她们
以细腻和担当，带领乡亲们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五朵金花”耀侗乡

湖南最美资助人湖南航空从“零”起飞视 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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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自绪在整理学生档案和家访笔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文峰 摄

浏阳市在全省率先上线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服务平台，率先出台管理、监督
办法，规范村级小微工程项目——

聚焦小微工程，严管村级小微权力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董碧 汤继辉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要完善

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治理机制，指导

开展村（社区）集体“三资”提级监督试点。

近日，浏阳出台《浏阳市村级小微工程

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浏阳市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建设

管理提级监督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监

督办法》），规范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加强监

管，为清廉村居建设保驾护航。此举在全省

走在前列。

找准切口
打通部门监管“壁垒”

“当初图省事，经村支两委商议后便将

项目拆成几个小项目，没想到却因此给自

己惹来‘麻烦’。”不久前，浏阳市永和镇一

离任村主任因在任时拆分工程项目规避招

投标而受到纪委调查。

该村为推动村级经济发展，于 2020年建

设旅游栈道，总投资 30 万元，村支两委认为

走招投标程序会影响工程进度，而且在工程

承揽方面照顾不了本地村民，便商议将项目

拆分成 9 个小项目，由不同村民承包实施。

2021 年 10 月，浏阳市委巡察组进驻该村后，

很快发现该问题，并移交镇纪委办理。

当前，乡村振兴进入全面推进新阶段，

大量资金、项目向乡村倾斜，以村为建设主

体的小微工程越来越多，加上村（社区）书

记、主任“一肩挑”，小微权力更集中。

为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浏阳市纪委

监委在走访调研后，决定以“村级小微工程”

为切口，联合发改、财政、农业农村等职能部

门，共同出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聚焦

村（居）民委员会实施的合同估算价 400万元

以下的房建、市政、水利、公路、农林等各类

新建、改建、拆除、修缮

工程建设项目，对项目

前期、发包模式、施工、

变更、验收、结算、建档

等环节的具体程序以及

工 作 责 任 作 出 明 确 规

定，形成制度约束。

提级监督
确保小微权力“归笼”

为防止《管理办法》搞变通、打折扣，浏

阳市纪委监委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同步出台

《监督办法》，将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建设的

监 督 提 级 ，由 市 纪 委 监 委 牵 头 ，乡 镇（街

道）、相关市直部门共同参与，紧盯村级小

微 工 程 关 键 环 节 ，通 过 日 常 监 督 、部 门 监

督、联合监督等方式，形成监督合力。

“2016 年以来，村里多次通过虚增工程

量、重复申报工程等方式，从村级小微工程

建设项目中套取资金，用于村务开支和发

放村干部津贴。”2021 年，浏阳市纪委监委

收到一封反映某村干部在工程项目建设中

违规操作的信访件。

在此之前，该村就有群众反映相关问

题，但由于问题线索模糊，加上镇纪委力量

薄弱，问题没有被查清。浏阳市纪委监委决

定对该信访件实施提级监督，成立由市纪委

监 委 党 风 政

风 监 督 室 牵

头 ，财 政 局 、

审计局、所在

乡 镇 等 单 位

组 成 的 专 案

组开展调查，

目 前 已 顺 利

结 案 。最 终 ，

两 任 村 支 书

受处分，原村

会 计 因 涉 嫌

违法已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提级监督不是越过乡镇的监督，而是

市、乡镇、村三级联动监督。”该市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对小微工程提级监

督，进一步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助力清

廉建设。

多管齐下
激活基层监督“神经末梢”

村级小微工程建设项目散、小、多，为保

证每个项目、每个环节监督到位，浏阳市纪委

监委多管齐下，激活基层监督“神经末梢”。

在浏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开设

“村级工程建设项目”专区，全市村级 50万元

以上的项目必须进场交易，全程网上公开。

市纪委监委不定期开展监督，防止项目应招

标未招标、拆分工程、虚设工程套取资金等

问题发生。依托省“互联网+监督”平台，加大

对村级小微权力特别是村级“三资”管理的

监督力度，及时受理和处置群众投诉建议。

2021 年底，浏阳市在全省率先上线小

微权力“监督一点通”服务平台，共梳理村

务公开、“三资”管理、工程管理、惠民惠农、

民生服务等 5 大类 38 项服务事项清单，将

村 级 工 程 建 设 、集 体 收 益 分 配 、宅 基 地 审

批、低保等具体事项办理流程配置到平台，

实现问题反映一键通达、过程可追踪、结果

可查询，为小微权力再上了一道“紧箍箍”。

“这两年，村里小工程项目多，但每一分

钱都用在了‘刀刃’上，全村人都很清楚。”永

和镇佳成村村民李某指着宣传栏上的村组

项目资金公示表说，该村落实组务公开，将

监督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下列

机构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长沙电话销售中心

批准日期：2021 年 1 月 8 日

发证日期：2022 年 2 月 24 日

机构住所：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茶子山东路 112

号 滨 江 金 融 中 心 T3、T4 及 裙 房 中 T3 塔 20 楼 2025-2029、

2036 房

机构编码：000054430000800

流水号：00069689

电话：0755-83196209

业务经营范围：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分红型人身保险

产品，以及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 告


